
民族音乐听后感 民族音乐鉴赏论文(大
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一

本学期我选修了《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赏析》一课，在黄老师
的教导下，我对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有了初步的了解，艺
术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通过这次选
修课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下面我谈谈我的心得体会。

其实在我选择选修课的时候只是为了修够我所需的学分，并
不太在意学的是什么。我本人是所谓的没有音乐细胞的人，
对于音乐的了解仅仅局限在对音乐的兴趣上，认为好听就听，
而不能对其有深刻的认识，如音乐中所包含的感情，展现了
什么样的意境，富含什么样的寓意等，那是我们无法体会出
来的。

之所以会选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赏析，也算是一种巧合吧。谁
知，竟由一开始的硬着头皮来上课，到盼着每周三的晚上来
上课，最后，课程将结束时，竟飘飘然，感觉自己对音乐有
了新的认识，似乎也可以尝试着去理解音乐，触摸音乐。

大千世界最不能缺少的是声音，而声音中最美妙的是音乐。
音乐是世界上所有声音的诠释，是社会生活的调味剂。没有
音乐世界将枯燥乏味，生活也将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因此
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陶冶了我们的情操。经过这一个学期
的学习，使我对音乐的观点有了新的改变。通过对音乐鉴赏
课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音乐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而且自



己的音乐鉴赏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选中华民族音乐鉴
赏课之前，我认为音乐只是用来听的。其实不然，音乐的功
能不只是这些，所谓的音乐，广义上来说就是任何一种艺术
的、令人愉快的、神圣的或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来的声音就
是音乐。它是一种符号，声音符号，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是
人们思想的载体之一;是有目的的，是有内涵的，其中隐含了
作者的生活体验，思想情怀;它能用有组织的旋律和节奏来表
达人们思想感情和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

因为是鉴赏课，所以我除了老师上课放的乐曲以外，我自己
还特地在网上下载了一些比较传统的民族音乐来欣赏。例如
《高山流水》、《百鸟朝凤》、《春江花月夜》等等。自己
听一下，加上老师上课所讲的，我自己开始对民族音乐有了
更一步的认识。中华民族民间音乐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包
含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类艺术，如壮族山歌、蒙
古族的牧歌、汉族的方言歌谣等等。我们不一定要具备很多
音乐知识或者有高层次的欣赏水平，只要“打开耳朵”去听
音乐即可。在欣赏音乐时，便会感受到到旋律是优美的或者
是动听的，并且凭直觉去选择个人觉得悦耳的歌曲或乐曲去
欣赏，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去体会歌曲和乐曲中的
情感和内涵。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欣赏同一首歌或者乐曲，
通过联想，通过思考，从而得出这首歌曲或者乐曲所渲染的
感情。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去了解音乐作品的时代背景、
风格、体裁以及其音乐语言的特点和作者生平等等，更深层
的体味音乐作品的内涵。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对音乐的
基本知识有所了解以及具备一定得欣赏能力。而在更深入的
欣赏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既可以获得欣赏过程中的快感，
还可以培养我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陶冶情操。

我认为学习《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赏析》有利于培养自己关注
生活，热爱生活的素养。民间音乐，顾名思义，当然是来自
于民间了。所谓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民乐在其性质反映了本
民族的历史进程、现实状态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只有用心聆
听才能真切地体会民间艺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才能了解



大千世界的绚丽多姿。比如听一曲《美丽草原我的家》，我
们能领略大草原的辽阔壮美和牧民的幸福生活。欣赏《在那
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等，我们可以认识西北
地区的风土人情，开阔视野。如此不胜枚举。这样的鉴赏课，
比枯燥的书籍更能启迪人。

其次学习《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赏析》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
面对民族民间音乐日益式微的今天，在高校开展民乐教育，
可以扩大民乐的普及面，提高其影响力，促进民乐的复兴。

学习《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赏析》有利于丰富我们大学生的精
神文化生活，提高我们的精神品位和艺术素养。

《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赏析》课已然结束，在此感谢老师专业
知识的传授，使我从简单的“听歌”这样的肤浅理解，到懂
得欣赏音乐元素的基本欣赏方法的转变。开始学习这门课程
就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们不一定都要成
为音乐家，但是懂得欣赏音乐就是我们对音乐最直接的热爱
的表现形式。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通过聆听这种方式，
阅读并分析有关音乐的背景和材料，从而得到了审美的愉悦。

如今，通过音乐常识这门课，我学习到了有关音乐的基本常
识，在老师的教导下，我懂得了如何去鉴赏音乐和如何去欣
赏音乐，并深深的感悟到了音乐中不仅能产生赞扬、歌颂人
或事物的效果，而且人的喜、怒、哀、乐;对事物的叙述;激
发我们的激情;对人或事物的讽刺等，都可以在音乐中完美的
展现出来，这也需要有一定的音乐鉴赏、欣赏水平才能体会
得到，现在我学会了如何去鉴赏、欣赏音乐，我想在以后的
生活中，将在音乐的音符中过得更加的多姿多彩。总的来说，
这门课程的学习提高了我的个人素质的修养，并且对民族音
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具备了一些音乐鉴赏的能力。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会学以致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
音乐欣赏能力。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二

我们共同期盼的文明礼貌月已走过，但是我们认为每个月都
应该是文明礼貌之月。

在这热情洋溢的三月，我们校所有同学都积极参加了班上及
学校组织开展的文明礼貌月活动。3月22日上午，我们学校同
学去敬老院帮住老人，为老人们表演节目，他们向大家展现
了雷锋精神，把雷锋精神在学校学习中传播。

在文明礼貌月里，同学们更进一步规范自我，做到言行举止
得体，努力拼搏，刻苦学习。符合一个讲文明讲礼貌的中学
生，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这次活动，班上的纪律有了明显的
好转。同学们的言行也文明多了，学习面貌焕然一新。思想
上也改变了许多，好同学起了带头作用，他们主动帮助那些
学习落后的同学，提高全体同学的积极性和成绩。

现将三月文明礼貌月具体成绩总结如下：

1、做到了“四告别”：向“网吧”告别、向粗鲁脏话告别、
向世俗迷信告别、向闲事闲话闲思告别。

2、做到了“四带给”：将文明带进校园，遵纪守法，行为规
范，懂得礼仪;将微笑带给同学，互助友爱，宽厚待人，学会
谦让;将孝心带给长辈，尊敬老人，学做家务，和睦邻里;将
爱心带给社会，多做好事，见义勇为，乐于奉献。

3、做到了“三管好”：即管好自己的嘴，不说脏话，不随地
吐痰，不大声喧哗，不说谎话;管好自己的手，不乱抛乱扔果
壳纸屑杂物，不在墙上乱涂、乱刻、乱画，不破坏花草树木，
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管好自己的腿，不随便走出校园，上下
楼梯靠右行，楼内不跑跳打闹。自觉维护校园环境，争取做
一个高素质、讲文明的新时代中学生。



4、开展了“二创建”

1、同学们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尊重师长，
认真听讲，保持教室卫生，创设优美的教室环境，禁止“课
桌文化”，创建浓厚的学习氛围。

2、校园十分文明，同学们爱校如家，自觉维护校园环境，提
倡文明风尚，没有做过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

菁菁校园，学子圣地，靠我们全体学子共同呵护，才有其欣
欣向荣;莘莘学子，优良学风，靠我们全体学子孜孜追求，才
有其硕果累累;师生和谐，崇德尚纪，靠我们全体学子言行相
随，才有其蔚然成风。亲爱的同学们，为维护校园的神圣和
高雅，树立文明进取的一高学子形象，让我们携手努力，从
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创文明先锋，做校
园文明的先行者，为校园文明这幅迷人的画卷渲染出更加耀
眼的光彩吧!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三

海南是中国的一个美丽的海岛，不仅有着壮丽的自然景观，
还有独特的民族音乐。近日，我有幸参与了一场海南民族音
乐赏析活动，这次体验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下面
我将从音乐的形式、艺术内涵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来谈一谈
我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音乐的形式和特点

海南民族音乐是岭南地区独特的一种音乐形式，它充分融合
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在这次活动中，我听到了一
些典型的海南音乐，如悠扬的弦乐和激情四溢的打击乐。这
些音乐用独特的编曲和节奏，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同
时，海南音乐还注重音乐与舞蹈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
舞蹈表演形式。这种形式让音乐更加生动有趣，给观众带来



了欢乐和愉悦。

第三段：艺术内涵的体验

海南民族音乐不仅形式上独特，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艺术
内涵。这种音乐不仅表现了海南人民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
还传递了他们对生活的情感和追求。在这次赏析活动中，我
听到了一首表达海南人对家乡土壤的千言万语的歌曲。歌曲
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深情和感动，让我感受到了海南人
民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除此之外，海南音乐还表现了人们
对各种境况的感受，如欢乐、忧伤、恐惧等。这种音乐在传
递情感的同时，也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民族文化的内涵。

第四段：文化背景的理解

一首音乐作品不仅展示了音乐的形式和艺术内涵，还承载了
特定的文化背景。在赏析海南民族音乐的过程中，我深入了
解了海南的历史和文化。海南是一个充满传奇和神秘的地方，
它保留了许多古老的传统和仪式。海南民族音乐正是通过其
独特的节奏、音调和乐器，将这些文化元素传递给了观众。
在这次活动中，我了解到了海南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
方式和信仰，以及他们对音乐的崇拜和利用。这种深入了解
让我对海南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第五段：心得体会与展望

通过这次海南民族音乐赏析，我不仅欣赏到了音乐的美妙，
更加了解了海南的文化和民族特色。我认为，音乐是一种非
常强大的文化载体，可以传递情感和思想，也可以传承和发
展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赏析者，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和
尊重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赏析来感受和理解这些
文化。同时，我们也要支持和推动本土音乐的创作和发展，
为传统音乐注入新的活力和灵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
丰富和发展我们的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四

海南，这片风光秀丽的热带岛屿，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景观，还孕育了独特而多样的民族音乐文化。近日，我有幸
参观了一场海南民族音乐赏析活动，深深体会到海南民族音
乐的魅力与独特之处，让我在景色宜人的同时，也收获了心
灵的感动。

首先，我参观的这场民族音乐赏析活动以琴、瑟、笛、管等
海南传统乐器为主要演奏工具，表演者们将传统的民族音乐
与现代元素巧妙结合。在欢快悠扬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了
琼州海峡的波涛汹涌，感受到了一种思乡之情的思绪。音乐
中传递出的激情与旋律的变化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无限的美
感，让我如痴如醉。

其次，海南民族音乐在表达深情方面表现出色。这次演出中，
有一首名为《故乡情思》的曲目，通过一段动人的韵律，展
现了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之情。整首曲子以抒情方式呈现了作
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激发了在场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我
也不禁被这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所打动，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
故乡，感受到家乡的那份亲切和温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的海派音乐风格。海南的音乐文化
受南海渔民及海洋的影响，因此海派音乐在海南的发展更加
鲜明和独特。这次的赏析活动中，我特别注意到了一首以琵
琶为主奏乐器的曲目《海洋之晨》，曲子表达了对大海的爱
戴和敬畏之情。凭借琵琶的婉转与抒情，曲子中那种悠远和
无垠的感觉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与大海相拥。这种独特的海
派音乐风格让我感受到了海南音乐的独特之处。

在这场音乐赏析活动中，我还了解到海南传统音乐中融入了
少数民族的韵味。海南岛上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的独特音
乐文化也为海南民族音乐增添了许多色彩。活动中，我特别
喜欢一支以黎族音乐元素为主题的合奏乐曲《飞歌寒鸟》，



曲子中蕴含着黎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敬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音乐中的鼓声有力而稳定，重音深沉，给人以震撼之感。这
种融合了少数民族韵味的音乐文化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多元文
化的魅力和人民的团结合作。

通过这次海南民族音乐赏析活动，我对海南的民族音乐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海南民族音乐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
深情的演绎方式，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赞誉。它使人仿佛置
身于大海、山林和田园之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豪迈，
体味到人民的热情与友善。这场音乐赏析活动让我感受到了
海南音乐的精髓和魅力，在音符间，我也更加坚定了对海南
音乐文化的热爱和追求。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五

民族音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特的、受到特定文化影响的音
乐形式。其创作和演奏风格受到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社会
历史和宗教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音乐理论是研究民
族音乐的学科，主要包括调式、节奏、乐器、歌词和舞蹈等
方面的研究。了解民族音乐理论对于理解各个民族的音乐文
化和探究音乐的本质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段：阐述调式理论

调式是民族音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不同地域的音乐文
化之间调式运用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中国的五声音阶和印
度的七声音阶就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在调式的基础
上，音乐家可以创造出不同风格的音乐，如悠扬的民歌、豪
放的山歌、优美的乐曲等。

第三段：论述节奏理论

节奏是民族音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音乐节奏特征与
规律的总和，包括乐曲中的节拍、节律和速度等要素。不同



地域的音乐文化具有不同的节奏特点，如中东地区的复杂节
奏、非洲的多元复合节奏等。节奏是音乐表达和情感传递的
重要手段，也是艺术创新和变革的源泉。

第四段：探究乐器和歌词

在民族音乐中，不同地域的乐器和歌词使用也有所不同。乐
器是民族音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的使用可以从各个
方面丰富和表达音乐的魅力。不同的歌曲和流派都有自己的
独特歌词风格，在深入理解歌词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意义的基
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民族音乐。

第五段：总结

民族音乐将古老的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结合，通过其独特的
音乐风格和艺术手段表达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情感和价值观。
深入了解民族音乐理论，可以加深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了解，
促进人们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与
发展。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六

男：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女：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男：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女：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男：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女：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念朋友们



合：大家晚上好!

男：各位观念朋友们，这里是20xx中秋民族音乐会《千里共
婵娟》的演出现场。

女：在这样一个中秋月圆的夜晚，我们心头想起的是古人对
明月的经典咏唱。

男：是啊，月圆人团圆，月缺人思念，月圆月缺，总是让人
感慨人生的悲欢离合。

女：中秋佳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因为团圆更添一分思
念，因为思念更觉团圆的可贵。

男：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思念的夜晚，让我们举杯同庆，共
祝所有中华儿女，

合：中秋快乐!

合唱：《在那银色月光下》00:01:55

男：说到古琴，我们都知道它又叫七弦琴，在咱们中国有着
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古琴还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而且一提到古琴，大家马上会想到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
事。 女：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古琴合奏《明月几时有》。

古琴合奏：《明月几时有》00:05:03

男：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月亮承载了太多优雅的浪漫，

仍记得儿时，合家团圆，依偎在老人身边，望着天边的星星，



素手遥指，月圆星稀。 女：在这静谧的月光下，蟋蟀停止了
吵闹，石榴树挂满了羞红的果，最后那一场雨淋湿了野玫瑰，
你会不会坐在月下，听我唱，听我的歌飞过树林，飞越湖水，
飞向那一轮圆月，飞向点点星光。

童声表演唱：《数星星》00:08:55

女：碧海年年，

试问取，冰轮为谁圆缺

吹到一片秋香

清辉了如雪

愁中看好天良夜

知道尽成悲咽

只影而今，那堪重对，旧时明月

男：花径里，戏捉迷藏

曾惹下萧萧井梧叶

记否轻纨小扇，又几番凉热

只落得，填膺百感

总茫茫，不关离别

女：一任紫玉无情，夜寒吹裂

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00:13:53



一寸思念的土地，宛若等待初出闺阁的新娘，等待那完成与
子偕老的一生的承诺。

天宇，龙姿凤章，千古绝音，只为唱尽心中大爱。

歌曲：《中国之最》00:16:18

女：虽是共享幅员地，亦分生翩跹愁，共看明月应垂泪，一
夜乡心五处同。

男：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00:21:38

大提琴合奏：《月光》00:24:50

男：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乞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女：那一日，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男：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
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中为贴着你的温暖。

女：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
你相见;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

合：平安喜乐!

歌曲：《中国河》00:29:42

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00:33:34

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女：转朱阁，低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歌曲：《但愿人长久》00:38:28

男：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唤取，玉纤横笛，一
声吹裂。

谁做冰壶浮世界，最怜玉斧修时节。问嫦娥，孤冷有愁无，
应华发。

女：玉液满，琼杯滑，长袖起，清歌咽，叹十常八九，欲磨
还缺。



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把从前，离恨总成欢，
归时说。

歌曲：《不依不饶》00:43:02

女：锦囊负叶盛诗，只为记下一切美好。久立中秋月下，只
因爱过不曾放下。

晚晴初，淡烟笼月，风透蟾光如洗，觉翠帐，凉生秋思，渐
入微寒天气。

败叶敲窗，西风满院，睡不成还起，更漏咽，滴破忧心，万
感并生，都在离人愁耳。 男：天怎知，当时一句，做得十分
萦系，夜永有时，分明枕上，觑著孜孜地。

烛暗时酒醒，元来又是梦里，睡觉来，披衣独坐，万种无憀
情意，

怎得伊来，重谐云雨，再整馀香被，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
抛弃。

歌曲：《我爱过》00:47:00

男：中秋的月亮，总是那么惆怅，似一洼秋水的悲凉，蕴着
我无可奈何的感伤。

借你纤纤的手，剪一缕朦胧月光，让我把今夜的孤独收藏。

八月的桂花开始了飘香。而我找不到来时的方向，

歌曲：《小路》00:50:26

男：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
晓向云间没。

女：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
长照金樽里。

鼓乐：《龙腾虎跃》00;54:19

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女：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歌曲：《走月亮》00:56:51

女：吹破残烟入夜风，一轩明月上帘栊。因惊路远人还远，
纵得心同寝未同。

情脉脉，意忡忡，碧云归去认无踪。只应曾向前生里，爱把
鸳鸯两处笼。

歌曲：《月亮颂》01:01:44

男：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在，
风景依稀似去年。

女：这样的月光，水一样皎洁，让我们在这如水的月色里，
拿一把思想的梳子，



将纷乱的思绪整理，月色如水，水明月上。

二胡独奏：《水明月上》01:05:49

男：漫步的小路缠绵着荷塘，岸边的垂柳似长发的姑娘，靓
丽的身影投在荷叶之上，

随风抖动，如舞姿，似吟唱。微风拂过水面，一片绿浪。摇
摆的荷花，似贵妃出浴， 飘来阵阵幽香，朦胧的月光为她披
上薄纱，一副羞涩模样。

女：星月也爱它的美丽，纷纷的跳入，塘内顿时璀璨一片，
如同洒满珍珠一样，

歌曲：《今夜的你心情是否和我一样》01:10:05

男：春江汗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夫月明。

女：港湾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男：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女：人人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人生代代总拌着，这

合：春江花月夜。



古筝合奏：《春江花月夜》01:16:05

京剧：《贵妃醉酒》01:21:27

男1：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赏天上的
一轮明月，共同倾听这美妙的乐曲。

女1：今夜，在明月的夜里我们相聚，于无水处赏清音，于无
弦处听古琴。其实，品味的是那份心中的感动。

女2：那梨花院落的溶溶月，那柳絮池塘的淡淡风，在今夜你
我已用心品尝。

男2：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祝愿，
期待明年月圆时，你我再相聚。

男1：亲爱的朋友们，20xx中秋民族音乐会《千里共婵娟》到
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女1：硬币您的收看，朋友们，再见!

合：再见! 惟恐亵渎，不忍相看，不忍离去，闭目遐想。人
生能有几多这宁静的时刻，自由的时光。 不知道今夜的心情，
是否和我一样。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七

女：明媚的春光在歌唱，

男：动听的春乐在歌唱!

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广大职工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合：下午好!

女：欢迎来到《春天的旋律》长春市职工民族音乐会的活动
现场!

我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周末红歌会》的主持
人 红雨

男：我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 孙一鑫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感受春天的精彩!

女：当春天带着特有的新绿，海一样地漫来时，让人无比心
醉;

男：当春天携着特有的温煦，潮一样地涌来时，内心无比澎
湃。

女：春天正一步步地走向你，走向我

今天，就让我们张开双臂，一起

合：拥抱春天!

女：您刚刚欣赏到的是市职工艺术团民族乐团带来的民族管
弦乐合奏《庆典序曲》，由郭英 飞指挥。乐曲欢腾激昂，让
我们感觉 春天已经扑面而来!

女：让我们共同演绎出生命的齐奏，谱写春天的旋律!

3.男女声二重唱：《阳光路上》，演唱：张在利 张琳

男：谢谢各位的精彩演奏!

4.板胡独奏：《秦腔牌子曲》演奏：马绍明



女：人们都说，春天像个懵懂的小孩，给点阳光就灿烂，张
在利、张琳的歌儿，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阳光不仅灿烂，更
是无比震撼!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板胡独奏曲《秦腔牌子曲》。
这首曲子是郭富团于1952 年根据陕西秦腔的若干曲牌改编而
成的，全曲乐曲时而豪气冲天，时而宛若丝缕，时而欢快跳
跃，时而悲泣低吟，声声入耳，丝丝沁脾。一起来欣赏由马
绍明演奏的《秦腔牌子曲》。

5.古筝二重奏：《弥渡山歌》演奏：宋丽萍、施然然 男：弥
渡地处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这里曾是各省游民杂居之
地。南来北往的马帮不仅给这里驮来了商业的繁荣，也给这
里捎来了夜深人静时思亲的吟唱。而弥渡山歌则是从那时起
慢慢发展起来的。

弥渡山歌小调，口口相传。它就像一部长诗，记录着弥渡的
时代变迁，抒发着各个时代人们的内心情感，倾诉着人们各
个时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地聆听一段由宋丽萍、施然然带
来的古筝二重奏《弥渡山歌》。

6、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 指挥：于冰 演奏：郭
英飞、薛晓东

女：谢谢二位美女的倾情演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不知
道听完刚才这曲山歌小调，您听出了怎样的动人故事。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它渗透着无边
的惆怅，是一部绝美的经典，他就是《菊花台》。接下来，
就让我们在旋律中去感受一份忧伤和宁静，也让我们在不同
的音乐元素中去感受一股浓浓的中国风。指挥：吉林省民族
乐团国家一级指挥于冰，演奏：郭英飞、国家一级演奏员、



省民族乐团大提琴首席薛晓东。

7、民族管弦乐合奏：《草原风情》 作曲、指挥：李来璋

男：谢谢各位。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听完这首曲子的感受，
那就是——唯美。这才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发展，这才是中国
风。原来，中国风也可以借用其他音乐元素，也可以借助西
洋乐器!

女：没错，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乐器来演奏，最重要的是中国
味道的明确体现。中国风是面向世界的，这是给世界惊喜的
一种音乐!

男：说得好，这也再次证明了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朋友们，让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为中国风喝彩!

男：走进了蒙古包，我们就置身在草原的风情之中;喝一碗飘
香的奶茶，草原的风情就在胃里涌动;嚼一口奶豆腐草原的风
情就会满口绵香!

女：经过这样一番描绘，便觉得草原风情更加迷人了。我们
再听上一曲草原风情的旋律，耳朵里就都会荡漾起古老的草
原风情，就连衣襟都沾染上草原的风情了!

男：那还等什么，马上为现场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献
上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草原风情》，让我们一起去感受
这草原上的独特风情!作曲、指挥：李来璋。

8、女声独唱：《美丽家园》 演唱：刘彬

男：谢谢!伴着这样美好的旋律，让我们开始在春天漫步。我
们喜欢春天，不仅因为她标志着新的开始，还因为她点缀了
我们美丽富饶的家园!今天的吉林，阳光灿烂，天空辽阔，充
满无限的生机。今天的吉林，自由、和平、博爱，永远闪耀



着幸福的光环!

请欣赏由刘彬演唱的《美丽家园》。

9、二胡齐奏：《战马奔腾》演奏：甘荣华等

女：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二胡名曲中，一曲热烈奔放的《战马
奔腾》，不知抒发了多少人激情昂扬的壮士情怀。这首曲子
每每上演，都会给我们带来震撼和冲击。

旋律一开始，随着二胡奏出铿锵有力的军歌主题，一股硝烟
滚滚、狂风潇潇、将士挥戈、万马奔腾的气息扑面而来。随
后，又把听众带入战马嘶鸣、风驰电掣、冲锋陷阵、顽强格
斗的激烈场景之中。接近尾声，又模拟出冲锋号的声音，最
后在战马嘶鸣声中突然放慢速度，强有力地结束全曲，让人
仿佛感到刀光剑影隐去，将士们齐唱凯歌而还的情景。 接下
来，就让我们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一起来欣赏甘荣华等人
演奏的二胡齐奏曲《战马奔腾》。

10、女高音独唱：《玛依拉变奏曲》 演唱：乔妮娜

男：怎么样?这个曲子拉得太好了是吧?听完真的是非常激动!
可以说，演奏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

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演奏者!

说起玛依拉，我们不仅会想起美丽的姑娘，更会想起动人的
旋律。《玛依拉》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民族风味浓厚的哈
萨克族民歌，它的曲调欢快悠扬，歌词通俗易懂，多年以来，
被人们广为传唱。而根据《玛依拉》改编而成的《玛依拉变
奏曲》，运用了变奏手法，使得这首民歌在结构、调式、情
绪都呈现出新的艺术高度和新的艺术特点。接下来，就有请
我们吉林省和长春市职工歌手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美丽的
姑娘乔妮娜，为我们激情演绎这首新民歌——《玛依拉变奏



曲》。

11、笛子独奏：《塞上风情》 演奏：吴长安

女：好一个“旧貌换新颜”，一首《玛依拉协奏曲》真的是
唱得既唯美又动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乔妮娜。

朋友们，塞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中国的文化
从这里起步，华夏文明从这里照亮大地。根据信天游泪蛋蛋
素材创作的笛子曲《塞上风情》，正是反映民风民俗民情
的“秦风”代表作。清吹的引子，能听出男女对唱的感觉。
而后仿佛女子见到了心爱的汉子，自然就找到了倾诉对像，
于是两人一个沟下一个坡上地诉说着各自的眷恋。整首曲子
回荡着有情有义的信天游旋律，情到深处，激动不已。接下
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吴长安演奏的笛子独奏曲《塞上风
情》，大家欢迎。

男： 一曲《塞上风情》，仿佛让人感受到略带诗意的春风，
从身边掠过。春天，就这样真真切切地走近了我们!

女：朋友们，在活动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唱出春天的歌，
放飞春天的爱，

男：用燃烧的激情，点燃希望，为春天喝彩!

女：请欣赏大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喜洋洋》，
领唱：刘彬，演唱：市职工艺术团合唱团。

【结束语 《中国喜洋洋》音乐声中

女：拥抱春天，春潮澎湃，盛世展新图

男：拥抱春天，春风浩荡，大地迎春光

女：拥抱春天，春光无限，中华誉满春晖万里



男：拥抱春天，春意盎然，祖国青山万物生辉

女：朋友们，《春天的旋律》长春市职工民族音乐会到这里
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光临!再会!

男：再会!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八

(男)尊敬地各位来宾

(女)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晚上好。

(女)这里是汉艺苑”千年等一回”民乐专场音乐会暨第五届
民族音乐会的晚会现场

(男)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饶宇杰，

(女)我是主持人苏莉雯

(男)和所有支持笛箫协会工作的老师们同学们一样，我们怀
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相聚在今晚，和大家一起感受民族音乐的
优美，分享收获的喜悦。

(女)正所谓：“灵霄列仙云绕殿，瑶池迎客香扑莲”，首先
请允许我介绍与会嘉宾，他们分别是：“本社团指导老师徐
勉老师，徐勉老师是青年笛子演奏家，竹语民族乐器厂艺术
顾问，湖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会员，“竹语
轩”艺术传播中心艺术总监。



(男)刘雨果老师，刘雨果老师从师于著名古筝表演艺术家袁
莎，国际古筝协会会员，并获古筝大师资格证书和中央音乐
学院高级教师资格证。多次参加国内外民乐演出，并担任古
筝独奏。

(女)鲍志新老师，鲍志新老师是湖北黄冈人，10岁开始学习
竹笛演奏，现任竹语民族乐器厂厂长，中国竹笛之乡—杭州
余杭竹笛制作与研究会理事，“竹语轩”民族艺术培训中心
创始人。

(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

……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对汉艺苑的
支持。

(男)除此之外今晚到场的还有(写学校的协会)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今晚所有到场的嘉宾老师和前来
观演的同学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到
来!感谢你们的支持!

(男)时惟五月，春水笼烟珠云断;佳期雅会，夏荷露角风帘卷。
良辰美景，与玉山同酌吟;吉期锦界，共丹袖齐翩舞。本次音
乐会，节目纷呈，雅俗共赏，希望不负大家雅兴。为了活动
顺利进行，请同学们保持安静，配合维序人员的安排，谢谢
大家合作!

(女)同样，为了增强大家对我们社团的了解以及拓展其乐理
知识，我们今天也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一共八道题目，分
两个环节，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哟。

(男、女)现在我们宣布，汉艺苑第五届民族音乐会正式开始。

(女)夜浅香浓，风透蟾光，闭目思索，心静伫，不禁意绪飘



远，本真忽现，似有所等。开场曲《千年等一回》为我们带
来深深的遐思。但不论我们内心切盼什么，最终都会如愿的，
我们坚信这一点。

(男)”一夜闲梦江南雨，微霏沾花画意入，风来雾泼墨痕露，
莺鸣飘到销魂处“。这是我对江南雨意的个人感受，每个人
的江南情结是不同的，但其清幽典丽是共识了，下面为大家
带来笛箫合奏《雨碎江南》 (女)今晚到场的还有武汉各高校
笛箫协会，他们分别是：

(男)有时候别人会不理解你对他的情感，有时我们也不希望
让别人知道我们对他的情感，但只要你坚守这份情感，再加
上适当的袒露心扉，这份情感会是双方珍贵的呵护。

(女)现在为大家带来葫芦丝合奏《知道不知道》

(男)“弦舞似残月，移破秦筝柱，相思尽尺素，鸿雁来相
托”。接下来请欣赏笛子合奏

《半月琴》

(男)好了，下面到了我们有奖问答环节了。

(女)那么我们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社团是哪一年成立的
呢?20xx

(男)有哪位同学知道呢?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你们也可以咨
询社团的人哦。奖品在等着你们拿呢。

(女)因为我是学葫芦丝的，那么我就问大家一个关于葫芦丝
的问题吧。葫芦丝分哪几种调呢? 小c调、降b调、小d调、
大f调、大g调、a调及小f调。一般来说配齐这七种调的葫芦
丝就够了。



(男)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复杂啊，那么有没有同学知道呢?

(女)这个有点复杂哦，那么有没有知道答案的同学呢?

(女)情意绵延地《半月琴》仿佛入云穿雾，袅袅余音相叠而
成一弯鹊桥，给我们思念的人儿送去温慰。下面是湖北经济
学院笛箫协会的二胡节目，大家热烈欢迎。

(男)再次感谢精彩的二胡节目，谢谢湖北经济学院笛箫协会
对本次音乐会的大力支持。这次弦乐器在本社团音乐会上出
现，真是“雪映楚梅，水照芰荷”，孤标洞天，独散幽香，
谢谢在场的兄弟社团。

从此，高邈的鹤成了有德有能之人的铿锵写照。

(男)想必他日，黄鹤的归来，意味着我们黄皮肤脸上，都将
焕发出奕奕的神采。以各自的传奇，引来龙的序跋。

(女)就像明亮的梧桐叶。风中一个召唤引来金凤凰，声声击
中时代的浪潮。

(女)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有奖问答环节了，

(男)那我先出一个吧，这个什么乐器呢?(拿出陶笛)

(女)这个我知道

(男)你知道也不能说，要把机会留给观众嘛，

(女) 那有没有人知道呢?没有人知道我就拿奖品了哦

(男)知道的同学举手示意一下咯

(女)你都问这么趣味的，那我就问个比较有趣味性的好了。
猴子每分钟能掰一个玉米，在果园里，一只猴子5分钟能掰几



个玉米? (一个都没掰到，因为在果园里，没有玉米。)

(男)这个是道算术题嘛，哪是趣味性的题目。

(女)这个你就错了啊，同学们不要被他误导了，这是道脑筋
急转弯的题哦

(男)好吧，那有没有同学知道呢?

(女)那我出最后一个问题咯。同学们仔细听清楚哦，你的爸
爸的妹妹的堂弟的表哥的爸爸与你叔叔的儿子的嫂子是什么
关系? (答案：亲戚关系)

(男)这么绕口的题目。

(女)脑筋急转弯嘛。

(男)哈哈，我知道答案了，这下你们不要被她误导了。有没
有知道答案的同学呢? 让我看到你的身影。

(男)《在我心里从此有个你》，这歌名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描述了很多人的情感路线，我们的心中肯定有一个对自身很
重要的人，谨以此曲感谢与我们相遇的人们。

(男)“寒山落梅花，红叶雾中挂”，下面请欣赏箫合奏《寒
山僧踪》

(女)清峭的寒山已隐入云雾，静幽的僧人也遁过空门，沦泠
清寂的曲目余音已杳，在欣赏下一个节目的同时，让我们一
起来学习一下口琴的小知识吧.口琴追溯根源其实是调律用的
工具。自由簧 气鸣乐器。为小型的吹奏乐器，琴身呈长方形，
其大小。长短各不相同，性质甚多。常见的为24孔双簧口琴，
用自然音阶演奏。此外还有低音口琴、八度口琴、和弦口琴、
变调口琴等。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口琴表演吧。



(男)下面是一出小品，热烈欢迎相声小品协会为我们带来精
彩的相声表演

(男)姑苏行尽，心怀怡荡，美景涤润灵魂，让人叹为观止。

(男)音幕将谢，梨门欲闭，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女)此次兰亭集会，多谢各位同学的添辉添彩，雕梁画廊，

(男)多亏各位同学的描红绘翠

(男女)现在我们宣布 ，汉艺苑第五届民族音乐会到此结束!

(男)再次感谢大家的来临，谢谢!

(女)现在请所有汉艺苑的演职人员及嘉宾上台合影留念留影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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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听后感篇九

民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
涵。如今，在全球化的潮流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民族
音乐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作为一名学习音乐理论的学生，
我也深感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
些有关民族音乐的理论知识和心得体会，愿意在这里分享给
大家。

第二段：民族音乐的概念

民族音乐是指某一特定民族所创造、演奏、传承并流传下来
的音乐，它不仅反映了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文化，也反
映了民族的艺术才智和审美理念。民族音乐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语言特点、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它是维系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民族音乐理论知识时，我们首先要
了解民族音乐的基本概念和特点，这是深入研究民族音乐的
前提。

第三段：民族音乐的形式和演奏技巧

民族音乐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歌曲、乐曲、舞蹈音乐
等。这些形式各具特点，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
理念。与此同时，民族音乐的演奏技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音乐演奏技巧各异，有的强调技巧表现，有的注
重情感抒发，有的体现节奏的多样性，等等。了解这些形式
和技巧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发扬民族音乐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段：民族音乐的文化传承和创新

民族音乐的文化传承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创新则是不断推
动发展的力量。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民族音乐
的传统，认真学习和传承民族音乐的经典作品和演奏技巧。
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民族音乐的传统，同时积极地
探索，不断地创新，将民族音乐发扬光大。民族音乐的文化
传承和创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驱动民族音乐
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五段：结语

学习民族音乐理论知识，对于我们更好地发扬民族文化，推
动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学习
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民族音乐的实践中去，浸润于
音乐的海洋中，让音乐的魅力感染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加
热爱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听后感篇十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小学音乐教师，我对本民族的音乐认识很
少，今天听了乐圣东博士的讲解，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
解，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把平日的衣食住行及日常生
活的习性与平时教育教学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活教材，作为
一名少数民族的音乐教师更有责任把少数民族的音乐进行传
承与保护。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流行音乐对少数民族音乐
有不小的冲击，传统音乐摇摇欲坠，作为音乐教师又责任在
教学工作中多给学生传授这方面的知识，让他们保护好自己
的文化遗产。

通过学习使我意识到要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传承和保护，就
必须把学校作为传承音乐的基地，政策搭台，学校开设地方
课程，把传统的少数民族音乐合理的'带入课堂，并提高自身
发展意识与能力，促进主动参与合作互动，把在不同背景中
风格各异的文化深入浅出的深入到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以此为动力，不断摸索进取，为传承和
保护传统音乐贡献自己的力量。


